


        《孟子》为记述孟子思想的著作，完成于战国中后期。

此书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司马迁等人认为是孟子自

著，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参与；目前学术界较采用司

马迁等人的说法。该书详实地记载了孟子及其弟子的各项

活动，涉及政治、教育、哲学、伦理等学说和思想。是孟

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诸家思想的争辩，对弟

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 



       《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

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南宋时朱熹将《孟子》

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自

宋、元、明、清以来，都把它当做家传户诵的书。“四

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就像今天的教科书一样。

《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

三万五千多字。《孟子》这部书的理论，不但纯粹宏博，

文章也极雄健优美。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运于掌。《诗》云：“刑①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

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

其所为而已矣。 ——（《孟子•梁惠王上》 

       【注释】 ①刑：同“型”，指树立榜样，做示范。 



      【译文】尊敬自己的父母，并且将这种感情推及到别

人的父母身上，爱护自己的儿女，并且将这种感情推及到

别人的儿女身上，那么治理天下就可以向在手掌上转动东

西一样容易了。《诗经》上说：“先给妻子做榜样，再给

兄弟好影响，凭这治家和安邦。”是说要把这样的用心推

广到各个方面罢了。所以，推广恩德足以安抚四海百姓，

不推广恩德连妻子儿女都安抚不了。古代圣人大大超过别

人的原因，没别的，善于推广他们的好行为罢了。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孟子•梁惠王下》 

       【译文】 孟子说：“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的人，人民

也一定会以他的快乐为快乐；以人民的忧虑为忧虑的人，

人民也一定会以他的忧虑为忧虑。乐与天下人民同乐，忧

与天下人民同忧，做到了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的人，是决

不会有的。” 



       孟子曰： “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孟子说：“国土不必再扩大了，人民不必再

增加了。只要认真施行仁德政治、统一天下，没有谁能

够阻挡的了。”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恶①乎长？” 

        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②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

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

也。”——（《孟子•公孙丑上》 

       【注释】①恶（wū）：何，怎么。②浩然：盛大貌。 



       【译文】（公孙丑问：）“大胆请问，先生您的长处

是什么？”孟子说：“我擅长于研究别人的言辞，并擅

长于培养自己的浩然气。”公孙丑问：“大胆请问，什

么叫做浩然之气呢？”孟子说：“这很难说清楚。它作

为一种气，是极为伟大极为刚强的，如果用正确的方法

去培养而不是去伤害它，那么它将充满于天地宇宙之间。

同时，它作为一种气，需要和正义、道理相配合；否则

的话，它就没有力量。”  



        “临渊不惊，临危不惧；宁死不屈，宁折 

不弯；可抛头颅，不失节操；国难当头能奋 

然而起，危机时刻敢舍身成仁。此为壮气。”   

        “把酒临风，横槊赋诗；壮心不已，志在千里；当今

之世，舍我其谁；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此

乃豪气。”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心不恋进退，思不虑得失，

举杯邀月，游目聘怀；不求与日月相始终，只见今世之乐

无穷。此乃逸气。”   

        “与天地相应和，与自然相吐纳，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见花落水流，能知其旨趣，听禽鸣天籁，

可悟其天真。此为清气。” 



        孟子曰：“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

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

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

辞。”——（《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 孟子说：“古代的君子，有了过错，随即改

正；今天的君子，有了过错，竟将错就错。古代君子的过

错，好象天上的日蚀、月蚀，百姓都能看得很清楚；当他

改正错误的时候，人们都抬头望着。今天的君子，不仅将

错就错，并且还编造出一套假道理为自己辩护。”  



        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

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孟子说：“分些财产给人家这叫小恩小惠，教

育别人要善良这个叫忠诚，帮助天下人民找到治世人才的，

这个才叫仁德。” 



        孟子曰：“有大人①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

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②也。

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膝文公上》） 

       【注释】①大人：这里指有地位的人，与下文“小人”

相对。②路：指奔波、劳累。 



       【译文】孟子说：“官吏有官吏的事，百姓有百姓

的事。况且，每一个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都要靠各种工

匠的产品才能齐备，如果都一定要自己亲手做成才能使

用，那就是率领天下的人疲于奔命。所以说：有的人脑

力劳动，有的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

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别人养活：

这是通行天下的原则。” 



       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

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

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   

       【译文】孟子说：“城墙不坚固，军备不充足，这不

算国家的灾难；田野土地不开发，货物财产聚敛不多，这

也不是国家的祸害；国君不讲礼义，人民缺少教育，盗贼

乱民多起来，亡国的日子就不远了。” 



       孟子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

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  

      【译文】孟子说：“所以只有具有仁爱之心的人适

合处在帝王地位；不仁爱的人处在帝王地位，这将会把

他的丑恶传播给大家了。”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

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

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

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   

       【译文】孟子说：“自己残害自己的人，不可能同他有

所谈论；自己抛弃自己（对自己极不负责）的人，不可能同

他有所作为。说出话来破坏礼义，这便叫做自己残害自己。

自以为不能安居于仁、由义而行，这便叫做自己抛弃自己。

仁，是人最安稳的住宅；义，是人最中正的道路。空着安稳

的住宅而不住，舍弃中正的道路而不走，可悲啊！”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

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

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

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暴君夏桀、商纣之所以丧失天下，

是因为失去了天下民心。要取得天下有一定的方法：取得

人民的信任，这就取得天下了。取得人民信任有一定的方

法：取得他们的心，这就取得人民信任了。取得民心也有

一定的方法，希望的东西应给他们并帮他们聚积，讨厌的

就不要加给他们，如此而已。”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

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   

        【译文】孟子说：“道在近处却到远处去找，事情

本来很容易却往难处做——只要各人亲爱自己的双亲，

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太平了。”  



        孟子曰：“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

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你爱护别人但人家不亲近你，就

反省自己的仁爱够不够；你管理人民却管不好，就要反省

自己才智够不够；待人以礼对方不报答，就要反省自己恭

敬够不够。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取得效果，都要反过来检查

一下自己，只要自己本身端正了，天下人民就会归顺你

了。” 



         孟子曰：“有不虞①之誉，有求全之毁②。”——

（《孟子•离娄上》 

       【注释】①虞：度（duó）也，意料、猜度。②毁：

毁谤、陷害。 

       【译文】 孟子说：“有预料不到的赞扬，也有过分

苛刻的诋毁。” 



         孟子曰：“人之易①其言也，无责耳矣。”——

（《孟子•离娄上》 

        【注释】①易：轻易。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把什么话都轻易地说出口，

是因为他不必负说话的责任。”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

离娄上》 

       【译文】 孟子说：“一个人（妨碍自己进步）的坏毛

病，就在于他自满到老是喜欢当别人的老师。”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

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君主无辜地滥杀士人，那么

卿大夫就可离开这个国家；君主无辜地杀害人民，那

么士人就可以移居别处。”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

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拿自己的德行去制服别人，这就

不可能使别人心服；拿自己的德行去教育别人，这就能使

天下人民信服。天下人民内心不服而能够统一天下的事，

是决不会有的。”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

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

（《孟子•离娄下》 

       【译文】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了就有

损于廉洁；可以给，可以不给，给了就有损于恩惠；可以

死，可以不死，死了就有损于勇敢。”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孟子•离娄下》     

      【译文】孟子说：“人要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

所在。”——（《孟子•离娄下》    

     【译文】孟子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

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    

       【译文】孟子说：“有德行的人（伟大的人），就是

不丧失婴儿的天真纯朴之心的人。”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①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

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子•万章下》 

       【注释】①挟：倚仗。  【译文】 万章问道：“请问

怎样交朋友。”孟子说：“不倚仗自己年纪大，不仗恃自

己地位高，不倚仗自己兄弟的富贵。交朋友时，是因为朋

友的品德好才去交他，心中不要存在任何倚仗的观念。”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

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①；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

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 

       【注释】①颡（sǎng）：额头。 

       【译文】孟子说：“水流确实是本来不分向东向西的，难

道也不分向上向下吗？人性的善，就好比水朝下流一样。人性

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水，拍打一下叫它飞溅起来，

也能使它高过人的额头；阻挡住它叫它倒流，可以使它流到山

上。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是形势导致这样的。人之所以可以

使他变得不善，他本性的改变也正像这样。”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

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译文】 孟子说：“仁厚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那样

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获得民心。良好的

政治，人民敬畏它；良好的教育，人民喜爱它。良好的政

治获得人民的财产，良好的教育获得人民的心。”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译文】孟子说：“君子亲爱亲人因而仁爱人民，仁

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 



         孟子曰 ：“以佚道①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

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 

        【注释】①佚道，使百姓安乐之道。     

        【译文】孟子说：“用使人民安逸的原则来役使人民，

人民虽然劳累也不会怨恨。用使人民生存的原则诛杀暴民，

被杀者虽死也不会怨恨杀他的人。”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

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

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   

       【译文】 孟子说：“一个有道德的人有三种乐趣。父

母都健在，兄弟没灾患，是第一种乐趣；抬头对得起天，

低头对得起人，是第二种乐趣；得到天下优秀的人才进行

教育，是第三种乐趣。君子有三种乐趣，但是以德服天下

并不在其中。”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

成德者，有达才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①者。此五者，君

子之所以教也。”——（《孟子•尽心上》 

       【注释】①私淑艾：私下拾取。文中指私下学习。艾：

通“刈”，收获。 

       【译文】孟子说：“君子教育人的方法有五种：有像及

时雨那样浇溉万物的，有成全别人的品德的，有培养别人

的才能的，有解答别人疑问的，还有凭借学养使人私下受

到教诲的。这五种便是君子教育人的方法。”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乱。”——（《孟子•尽心下》   

       【译文】孟子说：“平时注意积累财富的人到荒年就

不会窘迫，平时注意修养道德的人到乱世也不会感到迷

惑。”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

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   

       【译文】孟子说：“诸侯应珍视的三件宝贝是：土地，

人民，国家政务。如果去重视珍珠宝玉，灾祸就会降临到

他身上。” 



        （孟子曰：）“尽信《书》①，则不如无《书》。吾于

《武成》②取二三策③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

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④也？”——（《孟子•尽心下》 

       【注释】①《书》：指《尚书》。②《武成》：《尚书》

篇名，叙述了周武王伐纣之事。③策：编成的竹简。④杵，

舂米用的棒槌。一说形状像杵的兵器。   

        【译文】 （孟子说：）“完全相信《书》，那就还不如

没有《书》为好。我对于书上的《武成》篇，也只采用二、

三段文字罢了。仁德的人在天下是没有敌手的，以周武王这

样极仁爱的人去讨伐商纣王这样极不仁爱的人，怎么会发生

血流成河以至漂走木槌的惨景呢？”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孟子•尽心下》 

        【译文】（孟子说：）“仁的意思，就是人。把仁与

人合起来讲，就是道了。” 

        这就是尽心知命了，因为只有人才懂得建立人与人相

互亲爱的关系，才有人的社会。而人，只有建立起人与人

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才算是走上人生正确的道路。畜牲

禽兽之所以建立不起它们的社会，就是因为它们不懂得建

立相互之间亲爱的关系。所以，人如果不懂得建立人与人

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就不能称其为人！而且永远也走不

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译文】孟子说：“人民是最重要的，江山国土次

于人民，而君主还在其最次。”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孟子•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贤能的人一定是自己先明白了，

再使别人明白，今天的人自己还在糊涂，却硬要叫人家

明白。”  



        孟子曰：“说①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孟子•尽心下》 

       【注释】①说（shuì）：游说，向……进言。 

       【译文】  孟子说：“向位高权重的人物进言，就得

轻视他。加强自己的信心，不要把他高高在上的地位放在

眼里。”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下》 

       【译文】 孟子说：“自己不按正道办事，正道在他妻

子身上也实行不了（更何况别人）；不按正道去使唤人，

那就连妻子儿女也使唤不了（更何况别人）。” 




